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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群教活动先进典型事迹摘录
何先伦：大山信使，最美邮递员

45岁的何先伦从事邮政工作已14年。是
青川关庄邮政支局的支局长兼邮递员，负责方
圆37.4平方公里、人口约1.8万的五个乡镇的邮
件投递。14年来，他风雨无阻地奔走在乡间的
邮路上，将一封封信件、一件件包裹及时准确地
投递到了乡亲的手中，赢得了乡亲们的赞许。

关庄镇是青川的长毛兔专业镇，每年大量
兔毛都从关庄邮局寄出去。邮局里除了何先伦
外只有三个女同事，所以收寄兔毛这种体力活
就只有何先伦一肩挑了。无论春夏秋冬，无论
严寒酷暑，何先伦都践行着“当天的信件当天送
达”、“让每封信找到主人”的信念，从未食言。

在何先伦十余年的邮政生涯里，给他记忆
最深的还是“5·12”大地震那段时间发生的事。

地震来袭时，何先伦像往常一样正分发
邮件。一阵地动山摇后，何先伦的第一反应
是：保护邮件。过了好一会儿，何先伦抱着一
大堆东西来到安全地带，整个脸上全是灰和
土，他哽咽着说：“封发室倒了，有些包裹我实
在是挖不出来了，不过还好，我挖到了这些。”
他血迹斑斑的手中捧着支局的业务章戳、柜员
名章和一大包还未投递出的二代身份证。

在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的日子里，何先伦
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分发邮件和报刊。9点左
右，他就骑上摩托车开始投递。到了各受灾群
众临时居住地，他拿着汇款通知单和特快专递
邮件，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寻找客户，确保受灾
群众能及时收到汇款单，取到“救命钱”。那个
夏天，何先伦的声音喊哑了，脚趾磨破了，手、
肩、背部被晒得起泡脱皮了，却没有一句怨言。

大悲无言。关庄镇向东三公里，就是在
“5·12”汶川特大地震中遭受重创的东河口，也
是何先伦送信的必经之地。地震中，何先伦的
22名亲属不幸遇难。弟弟和二哥去世后留下
两侄女，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从那时起，何
先伦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

长期的邮递工作，让何先伦对当地的住
户十分熟悉。爱岗敬业的他，在干部群众中树
立了公信力，遇到困难，人们总喜欢请他帮忙。

灾后重建时，在邮政部门同意和支持下，
关庄镇聘任何先伦为沙坝社社长，何先伦用公
开公正的办法，取得了村民们的信任和支持，
如期完成了场镇中心的房屋拆除、改建和用地
划分等繁重任务。参与当地援建的浙江省绍
兴指挥部多次提出要奖励他，但都被何先伦以

“只是做好了本职工作”为由婉拒了。
如今何先伦还义务身兼当地派出所监督

员、林业站护林员、交通协管员等。“有公司出
高薪挖我过去，我都拒绝了。我觉得自己在邮
政这条路上还做得不够，我还需要做得更好。”
何先伦说他会在邮路上走一辈子。

杨勇：燃烧生命一心为民的警察

每遇凶险，他总是冲在一线；重病缠身，
他7年坚守岗位未请过一天假；他用真情赢得
了民心、用忠诚铸就了警魂。群众称他是“知
心警察、拼命警察、人民的好警察”，他却说：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人民警察，打击犯罪、服务
群众是我的天职。”

他就是市公安局利州分局雪峰派出所民警
杨勇。扎根一线20余年，他用忠诚履职、坚守
岗位的人生情怀深刻诠释了立警为公、执法为
民的价值追求，用以心换心、人民至上的高尚品
德生动彰显了新时期人民警察的时代风采。

危险场面，杨勇自己都记不得遇到过多
少次了。2009年11月26日，单手抓住跳楼者
10多分钟，自己差点掉下去；2011年7月7日，
不会游泳的他跳入洪水沟里救起落水妇女；
2013年5月24日，只身迎面搏击醉酒行凶持
刀砍人的一妇女……

疾病缠身，仍坚守一线。早在1999年，当
时在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任教导员的杨勇被确诊
为中期肝硬化。同事劝他调到一个轻松点的岗
位上去，2006年，他却主动请缨到一线，成为利
州区雪峰派出所服务近3万群众的片区民警。
在这期间，因为长期劳累，他又患上严重胃炎等
7种重病，每天服用大把药物治病镇痛，却毅然
坚守一线岗位，他说：“能多干一天是一天！”

去年11月，备受胃病折磨的杨勇本想修
养一段时间。可一想到派出所的民警少、值班
频繁，他还是选择了放弃休假。“常言说：人活一
口气，树活一层皮。我说：身体有病不要怕，思
想有病才可怕。我要坚持工作，坚持值好班。”
杨勇就这样，一直不停地告诉自己要继续坚持。

“七年未公休，未请病假，写下76篇4万
余字的社区日记，杨勇的精神让全所的民警既

敬佩，又感动。”雪峰派出所副所长张杰言语中
对杨勇充满了佩服。

在杨勇服务的区域，多处张贴着他的私
人电话，通常是24小时开机。“社区民警的角
色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天天接地
气。”杨勇在工作中给自己立下了“五必到”的
规矩：居民入住迁移必到、有疑难户政业务必
到、产生矛盾纠纷必到、生活困难户家中必到、
发案必到。

“我的工作，得到了辖区群众的认可，谁
家有了矛盾纠纷，谁家儿女不孝了，谁家夫妻
不和了，谁家有了困难，都愿意找我帮忙。能
为群众多做点实事，我感到很快乐！”杨勇说。

细微之处有真情，杨勇将每个月工资首
先拿出100元放进家里的“爱心节约袋”、照顾
患有精神病的唐某一家、给处在病痛中的杨某
和邱某悄悄留下治病钱……

“我是个警察，人民警察是好样的。我要在
群众心中树立一个形象：人民公安为人民，人民
警察人民爱！”杨勇在工作日志中这样写道。

何从新：一根拐杖撑起希望

朝天区两河口乡何家村，与陕西省宁强
县石羊栈村仅一界之隔，是朝天区最偏远、自
然条件最恶劣的自然村之一。

土生土长的何从新在这里当村干部已经
30多年。当“村官”的这些年里，他放弃过很
多次出门打工挣大钱的机会，一个人拄着拐杖
留在村里带着当地群众修公路、改人饮、搞产
业。他是家人口中的“老顽固”，却是村民心中
最好的“瘸子书记”。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时，从家到村小
学，平时3分钟的路程，何从新拄着拐杖、忍着
剧痛走了10多分钟，当看到全体师生安然无
恙时，他欣慰地笑了，却再也站不稳，一下瘫倒
在操场上。休息了一会后，他又租来摩托车，
挨家挨户查看灾情，安排群众自救。地震后的
那段时间，为了工作方便，吃住就在村委会，饿
了就到旁边的小卖部买点方便面，累了就在几
把凳子上睡一下。

地震之后，很多在外务工的乡亲们都回
到家里，准备灾后恢复重建。但通往村里的路
太窄、太危险，必须要拓宽才能把材料拉进村
里。何从新便召集村民开会，发动全体村民集
资18万元，整修道路。

当年腊月，在修建通往宁强县巴山镇关
口村的最危险地段，上有百米把关岭、下有深
渊虎狼沟，谁也不敢到悬崖上打炮眼。为了省
下请人施工的费用，何从新便用葛藤系在腰
间，吊在空中打风钻。凛冽的寒风刮起，把人
吹得像寒风中的树叶，他就这样连续一个多月
打出几百个炮眼。有一次，何从新干活时，被
放炮震松的岩石突然塌方，他眼疾手快躲到巨
石搭成的三角区，才躲过一劫。像这样的惊
险，他已经历过许多次。

2009年初，道路拓宽工程如期完工后，何
从新又四处找项目硬化村道。工程开工时，何
从新每天天不亮上工地，晚上工人散尽才回
家，几乎天天只能吃上一顿囫囵饭。

几年间，何从新拄着拐杖走乡上、奔部
门，为何家村解决了祖辈一直盼望的水、电、路
的难题。

仅有700多人的何家村，每年有半数以上
人口在外务工，是远近有名的留守村。祖祖辈
辈围着一亩三分地转，忙活一年，到头来还是
穷得叮当响。让村民们都过上富裕幸福的好
日子，成为了何从新最大的追求目标。

2013年，何从新根据村里核桃产业发展
情况，发动群众栽植核桃树近2000亩，规划建
成两河口乡核桃种植基地。今年，他正和广元
魔芋协会协调，发展林下种魔芋、养土鸡。利
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

“何书记把我引上了发展致富的道路。”
四组村民纪本华以前靠在外务工养家，2012
年，他发展高山露地蔬菜10多亩，年出栏土鸡
2000多只。

在乡亲们眼里，何从新是村里的指路标，
在家人眼里，他却不是一个撑得起的顶梁柱。
捉襟见肘的家里，还要靠妻子外出务工赚钱补
贴家用，侄子何忠平开出14万的年薪请他管
理工地，却又被他婉拒。

每当亲戚朋友劝何从新去多赚点钱时，
他都会说：“当干部就是一种奉献，只要能让乡
亲们过得好一点，自己累点家里穷点都没啥。”

罗玮：感动中国的广元女孩

国内器官移植史上无偿为陌生人捐肝的

第一人。2005年3月12日，罗玮从媒体上得
知四川省蒲江县妇女廖红霞患肝硬化晚期急
需救治，便赶到医院表示愿意捐献自己的部分
肝脏来挽救病人。然而此举却招致家人的坚
决反对，父母和哥哥更是从家乡广元赶到成
都医院带走了罗玮。在一般人看来，捐肝是一
件危险的事情，手术是否成功、术后会不会留
下后遗症、日后的身体健康是否会受到影响都
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3月22日，父母回广元，留下罗玮在成都，
只是让她陪伴廖红霞走完人生的最后路途，并
不同意她捐肝。3月24日，廖红霞也坚持表
示：不接受罗玮捐肝，不想让罗玮因为捐肝和
家庭发生矛盾。3月29日，罗玮不顾家人反对
毅然决定捐肝。3月30日，罗玮在手术前写下
遗书：“明天手术，如果我失败了，我想捐掉我
所有有用的器官……”。

经过十四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手术最终
成功了，与罗玮素昧平生的廖红霞获得了第二
次生命。时年十九岁的罗玮也因此成为了国
内器官移植史上无偿为陌生人捐肝的第一
人。她让我们看到了人间最芬芳的笑容，最美
丽的生命。

回报社会，关爱老人和小孩。罗玮的义举，
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在她康复期间，各方面
捐款10多万元。除治病和营养开销外还剩3万
余元，她便利用此钱，又与有关方面发起募捐，
在广元市郊区建起了第一家老幼托管中心，解
决外出务工人员的老人、小孩生活起居和学习
辅导等问题。2007年，她动员家庭，将自家房屋
补偿款8万余元投入到老幼托管中心。2006年
至2007年，她先后又在苍溪县龙山镇大牟村、
双河乡场分别建起了罗玮留守学生之家。在了
解到苍溪六槐乡李某家，婆婆是盲人，媳妇又残
疾，家庭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便主动将胡婆
婆接到托管中心免费托管一年。她希望动员全
社会的力量，让全市所有农村留守的老人和孩
子有一个温馨安乐的家园。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罗玮
义务建起了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从5月12
日到15日，罗玮一家先后救助附近居民近70
人。从5月16日到6月30日，罗玮花去近2万
元费用，集中安置接待了青川受灾群众300多
人。地震期间，罗玮还主动到072医院当志愿
者，帮助医院制作辅料。5月20日，罗玮在抗
震救灾一线“火线入党”。

2008年，罗玮获“四川省抗震救灾模范
奖”，2009年又获得“四川省首届道德模范奖”
和“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她把爱心奉献给
社会，用爱心感动着中国。

文同武：“五心”＋“三部曲”的调解王

文同武今年 60岁了，年底就要退休了。
但对于朝天交警大队大队长赵刚来说，却是万
分不舍。文同武调入交警大队4年多来，负责
调解工作，经手的一千多件调解案子，无一复
议，无一上访，百分之百成功，在交通事故调解
处理工作中算得上一大奇迹了。交通事故调
解处理在交警工作中属于第一难，如果文同武
一退休，后面的调解工作，赵刚真还没着落
了。因为文同武那特殊的调解方法，可以学到
形似，却难学到神似。

今年3月，铁十九局施工拉石料的车在沙曾
路两河口段惊吓了路边的耕牛，造成耕牛受伤，
一些村民漫天要价，提出无理要求，围住车辆不
放行。文同武赶到后认真了解事故原因、查勘
现场，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村民见达不到
目的，就威胁要去工地闹事阻工。文同武耐心
劝导村民顾全大局利益，推心置腹的恳谈使村
民明白大理，促成双方达成调解。

由于调解双方往往情绪激动，文同武的
秉公执法常常不能被当事者理解，为此他经常
受委屈。在长期的实践中，文同武深入学习、
不断摸索、认真反思每一件案例，总结出了一
套自己的交通事故调解处理“三部曲”：先将调
解双方集中一起讲政策、再分头分析案例做工
作、最后再次集中做调解，以公心、热心、耐心、
真心、细心“五心”为原则，先后成功调解各种
纠纷1000余件。

今年春节正月初四，绵广二专线朝天境内
发生一起5死6伤的重大交通事故，当时正在休
假的文同武听到消息后主动请缨，赶回朝天先
期介入事故处理。连续5天，他来回奔波，几乎
没合过眼，没好好吃一顿饭。文同武先把双方
集中在一起，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赔偿政
策。然后又分别给双方分析案例，再集中在一
起听取双方意见要求，商量赔偿标准。有法律
为依据，有政策作底线，有认定的双方责任大
小，双方达成了赔偿协议，一起眼看就要成为群
体性事件的案子，就这样被轻松化解了。

文同武在工作中还发现，一些当事人双
方达成的调解协议由于不具备法律效力，往往
成为一纸空文，有的事后反悔，有的来回跑腿，
还得他反复耐心做工作。文同武在深入思考
的基础上向大队提议在调解中引入司法确认，
开通交通事故受害人索赔与法院受理的“快速
直通车”，这一做法既提高了交通事故调解成
功率，又简化了老百姓的办事流程，成为朝天
交警工作的一大亮点。

文同武的公正热心，让群众遇到交通事
故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他把交通事故
处理的每个步骤、每份材料、每项要求以清单
形式列在纸上，让群众看得明明白白。他手机
里的电话存了又删，删了又存，现在还有560
个联系人在上面。4年间前前后后得过的锦
旗、感谢信有多少，他自己没有数。在文同武
看来，在工作中与老百姓建立起深厚感情、扎

扎实实帮老百姓解决难题比什么都重要。
快要退休了，文同武说，他不欠组织的，

也不欠群众的，只是愧对家人。儿媳妇这样评
价他公公：“他就是家里的客人！”这些年，妻子
身体一直不好，先后做了胆囊、痔瘘等多次手
术，他没有请过一天假照顾妻子，每次都是委
托岳母、侄儿照顾陪伴。文同武自己患有二型
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他依旧像个热情的小
伙子一样，忘我奋斗在一线，不管不顾。对单
位想继续留他的想法，他表示，只要身体没问
题，就不离开自己热爱的岗位。

黄巧：社区“巧书记”帮手多

黄巧，利州区嘉陵街道办上河街社区党
委书记，四川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先后荣获
省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法制建设先进人物、
红十字会“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优秀志愿者”等
荣誉称号。在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中，中央组织部利用“全国党员干部现代
远程教育专用频道”，先后在CCTV1、2、7、10
同步直播了其个人事迹。

“上边千根线，下边一针穿”，基层工作千
头万绪，1.3万常驻人口、每天流动人口超过3
万人的上河街社区更是如此。“只有依靠居民，
才能真正解决居民的问题。”社区干部人手少，
黄巧将一个个“闲人”变为自己的管护帮手，收
集楼院信息、调处邻里纠纷、开展政策宣传、维
护小区安全。

培养帮手，黄巧自制了三本“秘籍”，分别
针对党员、干部、群众。主要是剪贴报，既有党
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涉及居民的惠民政策，又
有工作技巧，生活保健基本常识等。平时集中
学习，之后汇编成册，供大家查阅借鉴。

石光发等老人并不是上河街社区居民。
以前每天晨练后，他们常聚集在社区的嘉陵广
场读书看报。河边风大、石凳又凉，前年冬天，
黄巧把他们请到社区，读书看报免费提供茶
水，还开空调。“我们很感动，有时为了给社区
节约，不开电灯，黄书记看见了，又亲自来帮我
们。为了感恩，后来我们就经常帮社区做些力
所能及的事。”

过去经常寻衅滋事的刑满释放人员李某
回归社区后，邻居见之如躲瘟神。黄巧多次主
动上门沟通疏导，用“五保户”惠民政策帮他解
决生活困难，彻底转变了李某。今年2月，社
区居民邓某歪曲理解低保政策，多次到社区无
理取闹。黄巧请享受惠民政策的困难户到社
区与之当面比照。李某反客为主，以自己的亲
身经历感化邓某，化解了怨气。

帮助贫困党员张仕顺创办“仕顺电器维
修店”；为长期患病的居民张先丽申请城市最
低生活保障金和医疗救助；鼓励、引导刑满释
放人员王某担任保洁员，收购废品；经常带家
人去10公里以外的区福利院看望慰问社区居
民、74岁的“五保户”余以慰；向市委组织部长

“诉苦”，请求把东坝街道密集的单位党组织
“稀释”到上河街社区，让社区困难群体享受到
更多阳光雨露；尽管社区办公还租用了10间
民房，黄巧却腾出一间屋出来，免费给“金韵乐
队”解决器材堆放难题，5年过去，社区形成了
9支群众文艺队，队员500余人，开展义务表演
100余场，受益群众超过10万人……

“社区干部官很小、事很多，有无穷无尽
的责任，可也能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黄巧
说，选择做社区干部，她无怨无悔。

郭兴利：“背篼法官”的悠悠民生情

郭兴利自1991年部队转业后，一直在剑
阁法院的基层人民法庭工作，历任书记员、审
判员、副庭长、庭长等职务。二十多年来，他一
直扎根基层，任劳任怨。自担任法官从事审判
工作以来，已审结各类案件2100多件，无一错
案、无一改判、无一上访、无一缠诉，有力地维
护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谐稳定，取得
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郭兴利来自一个农民家庭，原始学历仅有
初中文化水平，通过多年自学，他取得了大专文
凭和法官资格，是地地道道的“本土法官”。

作为基层人民法庭，面对的当事人多是
父老乡亲，受理的案件大多是婚姻家庭琐事、
邻里矛盾或简单的人身损害等民生纠纷。但
这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当事人来
说，却是“天大之事”。加之偏远山区，交通不
便，文化基础差，当事人进行诉讼是很困难
的。因此，郭兴利用公心、爱心、热心、耐心，平
等对待每一位当事人，以亲民爱民的态度处理
每一个案件。

郭兴利在勤勉踏实、兢兢业业的同时，也
不断进行开拓和进取，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他
把革命年代马锡五审判方式拿出来重新进行
审视，不断领会其蕴含的法治理念和法律精
髓，并结合县域情况的实际，自觉运用到司法
实践中。他带领其所在的法庭大力开展巡回
审判，大力推行人民陪审，大搞司法调解，把审
判台上的紧张开庭，变为圆桌调解、乡村院坝
法庭和田间地头办案，把法庭搬到当事人的家
门口，把法律送进千家万户。

据初步统计，郭兴利所办理的2000多件
案件中，巡回审判与就地办案达45%，调解结
案平均达75%，近三年来，调撤率达到了98%
（公告的案件除外）。调解结案的当事人自动
履行率也在90%以上，基本上达到了案结事
了。郭兴利也正是通过多年的司法调解实践，
终于探索和总结出了“四心、三把握、二书、一
联动”的司法调解经验。“四心”是指办案法官
要有耐心、细心、热心、公心；“三把握”是指把
握前提、把握个案特点、把握调解时机；“两书”
是指《调解预约函》、《执行告知书》；“一联动”
是指建立与人民调解的联动机制。其成功经
验和做法在县院及全市法院系统已被广泛推
广和普遍运用。

人民和组织给了郭兴利崇高的荣誉，同
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工作的动力，至
今他仍以坚强的毅力、平和的心态、谦虚谨慎
的工作作风和模范党员的光辉形象，继续战斗
在最基层的审判一线。

赵治彦：与危险相伴与辛劳同行

“我要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改变家乡落
后的交通现状。”这是公路养护战线上的一名
普通职工坚守了23年的铮铮誓言。

赵治彦，全国劳动模范、青川县公路养护
管理段段长。从毛土路到沥青表处路，再到沥
青摊铺路……他是青川公路发展的参与者和
见证者。凉水至关庄路段、大院至七佛路段、
青剑公路、乔木公路……他不顾危险，把汗水，
甚至鲜血留在了一条条宽阔平坦的公路上，也
把青春无悔地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公路事业。

“当老百姓不再肩挑背扛，当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的现象一去不复返的时候，我
的内心无比激动。”赵治彦说。

1991年，赵治彦参与了青川县凉水乡至
关庄乡通乡道路的建设，这次经历让他深刻地
认识到公路建设的重要性。

那时的凉水乡和关庄乡与外界隔绝，百姓
出行要翻山涉水，搬运货物更是靠肩挑背磨。

“看着他们攀着悬崖峭壁出行，随时都有滚下山
崖的危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赵治彦说。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单位立即安
排赵治彦带领12名突击队员抢通公路。“这一
走，都不晓得能不能活着回来。”面对妻子的担
忧，赵治彦匆匆安慰了几句，便跨上汽车急驰
而去。

“当时，余震不断，死神一次次与我们擦
肩而过。”面对危险，队员们没有退缩，决定强
行向前推进。在麻柳沟路段，赵治彦正全神贯
注工作时，突然身后一声巨响，一块上吨重的
大石从天而降，重重地砸在他身后约1米远的
地方，在场的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到震后第二天中午，赵治彦带领的抢险
队共清除土石方3万多立方米，疏通断道656
处，处理路基下沉63处，抢通了县城至金子山
段，打通了全长70公里交通生命线，为救援大
军顺利挺进青川赢得了宝贵时间。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赵段长用自己的行
动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为我们树立起了学习
的标杆。”工程股的田文阳说。为培养年轻人，
赵治彦和段里的技术骨干一起，加大了对职工
公路养护管理技术和公路工程建设业务的技术
培训力度，将宝贵的经验传承了下来。如今，一
支懂技术会管理的业务骨干队伍已经建立起
来，养护段真正成为了一支过硬的交通铁军。

“荣誉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只是做了该做
的事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被评为“全国交
通行业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全国先进工作
者”后，赵治彦说。

田达英：大爱洒向幸福院

田达英，是苍溪县中土乡敬老院院长，也
是一位年满70岁的老人。但是，在她的身上
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蓬勃朝气和锐气。

1991年6月，中土乡决定在原乡政府驻地
成立敬老院。当时乡里的“三八”红旗手、优秀
共产党员，有“五保户”照管经验的大坪村妇女

主任田达英成为敬老院负责人的理想人选。
敬老院刚刚成立时，就是一座空房，原乡

政府搬走后，已经有两年没人居住，到处是砖
头瓦块，杂草丛生，一片狼藉。

“不等不靠，接下这个担子，再难也要坚
持下去。”田达英起早摸黑，把汗水都洒在了敬
老院的建设上。整整用了半年的时间，她才整
理出一个个整洁，明亮的房间。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接
触到实际工作，许多问题接踵而来。乡政府每
月只为她解决工资85元，拨付经费2500元，
每位五保老人由原来所在村提供600斤口粮，
其余的便自行解决。

11名五保户要吃饭穿衣，有时还会生疮害
病，要确保整个敬老院正常运转，几乎举步维
艰。“怎么办？总不能坐以待毙吧？”田达英并没
有打退堂鼓，反而暗下决心要干出个名堂。

她按照老人们各自特点、身体状况和能力
大小分配一定的工作。王继发老人身体比较强
壮，便负责一些体力活，孙会德老人年岁已高，
体质较差，便安排扫扫地，烧烧锅。另外，她带
领老人们一起采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一锄头、
一铁锹的翻土搬石，硬是在院旁开垦出2亩荒
地，依照季节种上蔬菜、瓜果，在自给自足之余，
还能分出一部分在市场上销售，不仅改善了老
人们的伙食，还让敬老院有了部分收入。“从那
时起，我们就发动老人，坚持栽桑养蚕，每年喂
一张纸的蚕可以获得500元左右的利润。”最多
的时候，敬老院里养了4张蚕。

有了较为宽裕的资金，敬老院的工作打
开了局面，渐渐的步入正轨。“老人的生活质量
提高了，我心里也踏实了。”田达英说。

送粥喂饭、翻身清洗、修剪指甲、更换尿布
……田达英从清晨到日落，都在不停地忙碌着，
为所有老人提供生活上全方位的服务，并且二
十三年如一日，从不嫌苦、从不嫌脏、从不嫌累，
让老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敬老院这个大家庭
的温暖。2005年，83岁王金能患上直肠癌和胃
癌，田达英精心照顾老人一年多的时间，没有丝
毫的怨言，直到老人安然离去的那一天。

“花香引得蝴蝶来”。当问起中土乡的群
众对敬老院印象时，他们均会异口同声地回
答：“田院长对老人的关爱，让人感动。”逢年过
节，不时有人到敬老院帮忙，奉献爱心，为老人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百善孝为先，孝敬老人的工作，是传承
中华民族美德的光彩事业，我无怨无悔自己的
选择。”田达英说。

李君：“80后”村支书把梦根植在家乡

李君的故乡岫云村，是一个距苍溪县城
52公里的偏僻贫困小山村。因为太穷，村里
许多老人一辈子没见过火车，甚至到死都没能
走出那个山村。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为了节省
路费钱，几年不回家。

2010年前，李君在成都一家公司当副总，
与妻子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2010年底，岫云村村支部换届时，李君高
票当选村支部书记，他毅然辞职回乡，重新当
上了“农民”。

要致富先修路。李君任村支书后干的第
一件事，便是硬化通村道路。“最开始村民们不
相信我，都不愿意集资。”在一片怀疑声中，李
君选择了“向上争取”、“向外化缘”的方式，筹
集资金。

4年里，李君“厚着脸皮”去江苏华西村办
公楼下守株待兔，13次去彭州宝山村寻求帮
助。在苍溪，李君跟着红军渡房地产公司董事
长屁股转了三天，公司最终捐助20万元。去
年，李君又积极争取到中国大唐集团四川分公
司定点帮扶岫云村，三年帮扶资金260万元。

为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条件，4年时间
里，李君通过不懈努力，积极向省市县相关部
门争取资金1350余万元。如今，岫云村路通
了，饮水安全了，家家户户通了电，村民看到了
今后农村生活的希望。

岫云村地处偏远，没有矿藏，没有旅游资
源，靠什么带动群众致富？李君曾为这个问题
在夜里无数次失眠。

直到有一天成都的朋友打电话，说自己孩
子吃了李君家乡的土鸡蛋后再也不吃超市的鸡
蛋了，问他还有没这样的土鸡蛋，多贵都愿意
买。这让李君着实兴奋了起来，他终于找到了
岫云村产业发展突破点——发展土鸡产业。

想到就干。李君成立了岫云村土鸡合作
社，注册了“秀云”品牌，确立了“支部＋协会”的
经营模式。与全村298户土鸡养殖户签订订单，
把特色资源介绍给成都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

这次试水成功，让李君有了更深更远的
想法——“远山结亲”。

李君的“远山结亲”计划，就是拟在成都
招募1000个精英家庭，与岫云村及周边1000
家农户结成对子，一对一的为城市家庭提供高
品质、原生态的农产品。一户一个生产点，全
村就是一个绿色食品加工厂。

跑山鸡、凫水鸭、山坡羊、生态猪、纯香压
榨菜籽油，按需加工的大米，应季成熟的果蔬
……据李君估算一户农户能年增收一万元。

建强支部堡垒、改善基础条件、建立诚信
档案……李君正一步步用实际行动，将自己

“让村民更幸福”的梦想一点点实现。李君说，
在担任岫云村支书4年时间里，他有过欢笑，
有过眼泪，有过自信，有过迷茫，但他却从来没
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既然选择了，就要义
无反顾走下去。”

（本版文字均由本报记者赵敬梅整理提供）


